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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显身手

我国首个虚拟学生“入读”清华清华

● 科技之光

10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进了

今年的高考数学试卷。北斗三号卫星系

统总设计师、中科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

院副院长林宝军表示，出这样的题有利

于“国之重器”的传承，能激发考生学习

相关知识的兴趣。

去年7月31日，我国自主研发的北

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建成并开通。

“2015年，第一颗北斗三号卫星发射时，

我们这支设计团队共81人，平均年龄31

岁。”林宝军说，美国实现从 GPS2 到

GPS3 的技术跨越大概用了 20 年，我国

这支年轻的队伍仅用时3年零3个月。

全是年轻人，能造小卫星？
在以年轻人居多的航天单位中，小

卫星团队的年轻化程度是出了名的。林

宝军2009年从北京来上海。当时，团队

成员在生产制造、研发设计等工作中面

临很多困难。为此，研究院每年招 100

名新人，并连招 3 年。但招来的年轻人

几乎都是刚毕业的研究生、博士生，对于

研制卫星这项工作，他们觉得陌生，甚至

对自己的能力不自信。

“我本科读的内燃机（专业），本来是

个柴油发动机工程师。但我也参与了神

舟、北斗，你们为什么不行？”尽管林宝军

的履历很丰富，包括：内燃机专业本科、

计算机专业硕士、软件控制专业博士、高

能天体物理专业博士后，曾任载人航天

工程应用系统副总设计师，参与从“神舟

一号”到“神舟十三号”的全部论证工作，

但他不爱摆架子，时常用自己的工作经

历激励年轻同事。

没有自主卫星导航系统的中国，就

像行走在黑夜中——关键时刻，摸不着

路，因此国家对北斗系统寄予厚望。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这群年轻人

在 2015 年就发射了第一颗北斗三号卫

星，这颗卫星使用超过70%的新技术，而

通常一个新型号卫星使用新技术不超过

30%；2018年全年高密度发射8颗北斗三

号卫星；2020 年，我国已经有 30 颗北斗

三号卫星在太空翱翔。

160多项新技术，亮相都是“绝活儿”
林宝军总能亮出很多“绝活儿”，在

总装大厅里，他随手一比划，“你看那个

扁扁的黑盒子，就只有我们（北斗）有！”

他说的“扁扁的黑盒子”，是 150 瓦

大功率氮化镓高效固放设备，是北斗三

号160余项创新技术中的一项。

“固放设备信号传输能力更强，优

于国外同类产品。万一在太空中出现

故障，切换用传统行波管，性能与国外

同类产品一样。”林宝军看着眼前这件

“宝贝”说，“这东西别人想要，我们还不

卖呢！”

此外，北斗三号还自主研发了比铷

原子钟性能更优的氢原子钟，“氢钟更加

精准，一两个月调校一次时间即可”。为

了让小卫星更加耐用，研发团队还自创

“氢钟、铷钟无缝切换技术”。如果氢钟

在太空中出现故障，只需 20 皮秒时间，

就能切换成铷钟工作。这对用户而言，

能实现真正的“无感切换”。

在导航卫星领域，能与中国北斗同

台竞争的，有美国的GPS、俄罗斯的格洛

纳斯、欧盟的伽利略系统。在卫星大家

庭里，中国北斗率先实现了“吨级”，而其

他国家和地区的导航卫星重量一般在

3～4吨，北斗三号卫星全部装配完成后

总重量只有1吨左右。

摘自《中国青年报》

神经网络完成芯片
设计仅需几小时
不同元件在计算机芯片上的布局，

是决定芯片整体性能的关键。美国科学

家团队报告机器学习工具已可以极大地

加速计算机芯片设计。研究显示，该方

法能给出可行的芯片设计，且芯片性能

不亚于人类工程师的设计，而整个设计

过程只要几个小时，而不是几个月，这为

今后的每一代计算机芯片设计节省数千

小时的人力。这种方法已经被谷歌用来

设计下一代人工智能计算机系统。

首个重编程合成细菌
表现出抗病毒特性

来 自 英 国 剑 桥 医 学 研 究 理 事 会

（MRC）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的科学家带头

开发出新的人造细菌，可以完全抵抗病

毒感染。这项研究可能会促进新聚合物

的开发，例如蛋白质、塑料和包括抗生素

在内的许多药物，并使利用细菌制造药

物变得更容易可靠。

发现新冠病毒
破坏肺部原因

美国能源部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

发表了首个详细的新冠病毒包膜蛋白的

原子级模型，该蛋白与维持肺部黏膜所

必需的一种名为PALS1的人类肺细胞连

接蛋白结合，该模型展示了这两种蛋白

质是如何相互作用的，有助于解释病毒

如何在特别脆弱的新冠肺炎患者中造成

广泛的肺损伤，并从肺部逃逸感染其他

器官。这一发现可能会加快治疗该疾病

相关药物的研究。

全球近400个湖泊
生态系统发生变化

英国《自然》杂志近日发表一项环境

研究发现，全球大量温带湖泊含氧量出

现了大范围、长期的下降。这是一项针

对近400个湖泊在80年时间里的变化研

究，研究团队计算得出的这一趋势，被认

为和气候变暖以及水体透明度下降有

关，而这种下降趋势亦可能会威胁到至

关重要的湖泊生态系统。

近日，第二十届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RoboMaster2021

机甲大师超级对抗赛·区域赛（北部赛区）在北京理工大学举

办。为期4天的对抗赛中，来自多所高校的62支参赛队经过

激烈角逐，11支队伍成功晋级全国总决赛。

胡远嘉 摄影报道

简单的T恤衫、牛仔裤、白板鞋，扎

一缕马尾辫，背着红色的双肩包……漫

步在清华校园里，容貌清秀的她绝对可

以称得上是女神。她名叫“华智冰”，即

将开启在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实验室的

学习和研究生涯。与其他清华学生不

同的是，“华智冰”是我国首名原创虚拟

学生，由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联合

相关单位培养，师从智源研究院学术副

院长、清华大学教授唐杰。

6月3日，“华智冰”发出了第一条

微博，把自己介绍给大家。在一段1分

多钟的视频里，她时而漫步于清华美术

学院、艺术博物馆，时而在大礼堂前的

草坪边安静地阅读，最后又步入计算机

系的实验室……“华智冰”说，自己从诞

生起就对文学和艺术很感兴趣，科学家

们不仅给了自己清秀的面容和一副好

嗓音，还教会了自己作诗作曲。她还调

侃自己的老师唐杰一度“犹豫”是否培

养自己，因为太贵了，“需要的GPU（图

形处理器）比他教过的学生还要多。”

“华智冰”晒出了自己的绘画作品，

同时表示自己每天都在争分夺秒地学

习，下次再见时，作品会更加美妙。

视频中的旁白、背景音乐、“华智

冰”的面容以及她创作的绘画作品等，

主要依托了我国首个超大规模智能模

型“悟道2.0”，它包含1.75万亿参数，可

以在几万个CPU上对4.9TB的中文数

据、英文数据、图文数据等开展人工智

能预训练，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悟

道’要做的是让机器像人一样思考，迈

向通用的人工智能，赋能开发者推动一

个智能应用生态的形成。”唐杰说，“华

智冰”正是这一努力的成果。

在“悟道2.0”模型的加持下，“华智

冰”通过不断进行思维训练，会越来越

聪明，除了会作诗、绘画，还具有探索能

力，未来还会编程设计页面、代码等。

“她的成长速度肯定要超过现实中的人

们，假设她今年只有6岁的智力，刚刚

‘幼升小’，明年就可能会达到12岁，完

成‘小升初’。”唐杰说。

“华智冰”一亮相就吸引了网友

的关注，不少人询问如何能和这位同

学有更进一步地接触。对此，唐杰

说，“华智冰”还有很长的学习之路要

走，目前还无法完全和普通大学生一

样学习、生活，也不会遇到情感问题，

“我们希望她先掌握足够的技能，然

后再寻求在推理和情感交互方面有

所突破。”

摘自《北京日报》

人工智能，又称AI，是研究、开发用于模

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一门技术科学，主

要的应用在机器人、语言识别、图像识别等方

面。

近10年来，随着深度神经网络与深度学

习理论与算法的发明与兴起，人工智能有了

实质性的突破。深度神经网络与深度学习是

一种算法，指的是通过模拟人类神经网络的

结构和功能，用大量的数据来训练与学习。

最早且最具代表性的案例便是AlphaGo与人

的围棋大战。

AlphaGo通过收集大量的围棋对战数据，

让人工智能对这些数据进行整理与学习。当

数据表明A步骤比B步骤更容易赢，人工智能

便会将A步骤所对应的算法权重提高，等消化

了这些数据中常见的套路与思路后，又在对

战中不断总结新经验、算法，扩充自己的数据

库。简单说，AlphaGo就像是个采取“题海战

术”的学生，在不断“刷题”中学习应用。

目前，无人驾驶已经成为人工智能最具

前景的应用之一。无人驾驶汽车也是利用采

集到的上百亿个参数，进行高效地数据处理，

结合高精度地图、定位、感知、智能决策与控

制四大模块，利用摄像机、雷达传感器和激光传感测

距仪等来感知其他车辆，实现自动导航通行。

摘自新湖南客户端

视频中的视频中的““华智冰华智冰””

● 海外传真


